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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驱动教育变革：

大模型技术在个性化教学中的应用与挑战
匡仟仟

西北民族大学，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　： 　本文聚焦人工智能与大模型技术在个性化教学中的应用。开篇简述人工智能原理，以及大模型技术的概念、特点和

教育潜力。随后说明其应用场景，像智能推荐系统、自适应学习平台等。该技术优势明显，能提升学生学习效率与

兴趣，减轻教师负担，促进教育公平。但也面临诸多挑战，包含数据隐私安全、技术成本、教师接受度、法律法规

与伦理规范等问题。借北京邮电大学、国家开放大学及美国某教育机构等案例，总结出教育机构与技术公司需携

手，合理使用技术，重视数据安全和伦理，以此推动个性化教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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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rge model technology in personalized 

teaching. It begins with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well as the concepts, 

characteristics, and educational potential of large model technology. Then, it illustrates its application sce-

narios, such as intelligent recommendation systems and adaptive learning platforms. This technology has 

significant advantages, including improving students’ learning efficiency and interest, reducing teachers’ 

workloads, and promoting educational equity. However, it also faces many challenges, including data pri-

vacy and security, technical costs, teacher acceptance,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ethical norms. Drawing 

on cases from 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the National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 

and 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technology companies need to work together, use technology reasonably, and prioritize data security and 

ethic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zed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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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教育领域面临困境，传统教学模式难以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课堂上，教师统一教学内容与进度，忽略学生兴趣、能力和学习风格

的差异，导致理解能力强的学生重复学习，基础薄弱的学生跟不上节奏，失去学习兴趣。同时，传统作业布置与评价单一，无法因材施

教，严重降低学习效率，阻碍学生创造力与个性发展，教育变革迫在眉睫。而人工智能与大模型技术发展迅速。大模型技术借助庞大参

数量和海量数据，具备强大泛化能力，在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取得突破。在教育领域，其能实现智能推荐和自适应学习，为个性化教学

提供有力支持，助力教育向智能化、个性化阶段迈进。

一、人工智能与大模型技术概述

（一）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

人工智能是利用计算机科学、数学等知识，使机器模拟人类

智能的科学与技术领域。它包含多种类型，像能进行逻辑推理的

符号主义 AI，以及擅长从大量数据中学习的连接主义 AI等。在教

育领域，人工智能可基于学生的行为数据，运用机器学习算法分

析学生的学习习惯与偏好，为个性化教学提供基础；还能通过自

然语言处理技术，实现智能答疑和个性化推荐，帮助学生更好地

理解和掌握知识，为教育变革提供技术支持。

（二）大模型技术的概念与特点

大模型技术是指利用参数量庞大的深度学习模型进行数据处

理与分析的技术。大模型包括很多层神经网络和训练参数，这些

模型可以有数亿个甚至数十亿个参数量，相对于传统的小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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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具有更强的表现力和更高的准确率。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需

要大量的计算资源和存储空间，在实践中通常需要使用高性能计

算和分布式训练等技术来应对这些问题。目前，大模型在语音识

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

（三）大模型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潜力

大模型技术在教育领域潜力巨大。在提高教学效果方面，它

能为教师提供智能化的教学辅助，根据教学内容自动生成教学方

案、课件和习题，还能基于学生的学习数据，为教师提供精准的

教学建议，帮助教师优化教学策略。在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上，

大模型可精准分析学生的学习情况，为每个学生定制专属的学习

计划，推荐适合的学习资源和练习题目。它还能通过虚拟教师等

方式，与学生互动交流，解答学生疑问，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

习辅导，使每个学生都能在适合自己的节奏和方式下学习，从而

提高学习效率和质量，推动教育实现真正的因材施教。

二、大模型技术在个性化教学中的应用

（一）智能推荐系统

在个性化教学中，智能推荐系统发挥着重要作用。它能全面

收集学生的学习行为数据，如学习时长、答题情况、浏览记录

等，借助大模型技术深入分析，挖掘学生的学习习惯、兴趣偏好

与知识掌握程度。基于分析结果，系统可为学生推荐定制化的教

学内容 [2]。对于喜欢历史且基础知识薄弱的学生，推荐通俗易懂

的历史故事视频和基础练习题；对于擅长数学又追求挑战的学

生，则推送高难度的数学竞赛题和相关拓展课程。通过精准推

荐，学生能专注于适合自己的学习内容，提高学习效率与兴趣，

实现个性化成长。

（二）自适应学习平台

自适应学习平台凭借大模型技术，可根据学生需求动态调整

教学策略。平台实时监测学生的学习进度和表现，运用算法分析数

据，精准评估学生的学习情况。当学生某知识点掌握扎实，平台自

动提升学习难度，提供更深入的内容和拓展练习；若学生遇到难

点，平台则降低难度，着重强化基础讲解，并提供针对性的辅导资

料与练习题目。比如学生在英语阅读中遇到困难，平台会增加阅读

技巧讲解和相似主题的简单文章，帮助学生逐步克服难点，让每个

学生都能在适合自己的节奏下学习，真正实现因材施教。

（三）虚拟教师与智能助教

虚拟教师与智能助教在教学互动中作用显著。以复旦大学

“CueMe”为例，它能基于大模型技术，与学生自然流畅地交流，

回答专业问题，提供学习建议。在编程课上，智能助教可帮助学

生调试代码，分析错误原因 [3]。虚拟教师则能在语言学习中，模

拟真实对话场景，提升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湖南大学推出的

“AI小湖”能根据学生需求，提供个性化学习资源推荐和学习方法

指导。虚拟教师和智能助教通过丰富的应用案例，为学生提供更

便捷、个性化的学习服务，减轻教师负担，提高教学效率。

（四）个性化学习路径设计

利用大模型技术为学生设计个性化学习路径，首先需要收集

学生的学习数据，包括成绩、偏好等。通过大模型分析，清晰掌

握学生知识水平和学习特点。依据分析结果，结合教学目标，为

学生规划专属学习路径。对于基础薄弱的学生，强化基础知识点

学习；对于学有余力的学生，增加拓展内容。定期根据学生的学

习情况调整路径，确保始终贴合学生需求，引导学生高效学习，

助力其实现学习目标。

三、大模型技术在个性化教学中的优势

（一）提高学生学习效率和兴趣

在个性化教学中，大模型技术为学生量身定制学习内容与方

式，能极大提高学习效率与激发兴趣。学生无需再在不适合自己的

学习内容上浪费时间，可专注于符合自身水平和兴趣的领域。对于

喜欢探索且数学基础好的学生，系统可推荐复杂的数学难题和前沿

知识，让他们在挑战中提升能力；对于对文学感兴趣但阅读能力较

弱的学生，则提供趣味性强、难度适中的文学作品和阅读技巧指

导 [4]。这样，学生能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高效学习，随着知识的积

累和难题的攻克，学习兴趣也会愈发浓厚，形成良性循环。

（二）减轻教师工作负担

人工智能技术能为教师分担诸多重复性工作，有效减轻负担

并提高教学效率。它能自动批改客观题作业，生成详细的分析报

告，让教师快速了解学生知识掌握情况，节省大量批改时间。还

能根据教学大纲和学生特点，自动生成教学计划和课件，为教师

备课提供便利。在数据分析方面，可深入挖掘学生学习数据，为

教师提供精准的教学建议，使教师能更专注于教学研究和学生个

性化指导，提升教学质量。

（三）促进教育公平

大模型技术可从多方面促进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与利用。它能

精准分析学生的学习需求，为不同地区、不同基础的学生提供个性

化的学习资源与辅导，缩小因地域、经济等因素导致的教育差距。

偏远地区的学生也能通过大模型技术，获取与城市学生相似的优质

教育资源。而且，大模型技术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学生可根据自

身情况随时学习，让教育资源的使用更加灵活、高效。对于家庭经

济条件有限的学生，大模型技术提供的免费或低成本的学习资源，

能让他们获得更多学习机会，真正实现教育公平。

四、应用大模型技术面临的挑战

（一）数据隐私和安全问题

在教育领域，大模型技术应用需处理大量学生数据，如学习

记录、行为轨迹等，这使得数据隐私和安全问题尤为突出。一旦

数据泄露，学生的个人信息、学习情况等将被暴露，可能遭受骚

扰、诈骗等侵害，还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进行精准营销，影响学生

身心健康和学习环境 [5]。为保障数据安全，应采用先进加密技术对

数据进行加密处理，定期更新加密算法，使用安全通信协议传输数

据，如 HTTPS。教育机构和技术供应商需建立严格的数据管理制

度，明确数据使用权限和流程，加强对员工的安全培训，提高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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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意识。同时，政府应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数据安全的监管

力度，对违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为学生数据安全保驾护航 [6]。

（二）技术成本与教育公平性

大模型技术虽为教育带来诸多便利，但其高昂的技术成本却

是一大阻碍。开发和维护大模型需要大量的计算资源、数据存储

成本以及专业人才投入，这使得许多经济条件有限的学校和教育

机构难以承担，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在城市和经济发达地

区，学校可能拥有充足的资金引入大模型技术，为学生提供个性

化学习体验；而偏远地区和贫困学校则因资金短缺，无法享受到

先进技术带来的便利，加剧教育不公平。政府应加大对教育技术

的投入，为贫困地区和学校提供资金支持，鼓励企业开发低成本

的大模型教育产品，促进教育公平。

（三）教育工作者的接受程度

教育工作者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态度直接影响着大模型技术在

个性化教学中的应用。部分教育工作者对新技术充满热情，积极

探索其在教学中的应用，如利用大模型优化教学流程、提供个性

化指导等 [7]。但也有不少教师存在顾虑，担心技术会取代自己的

地位，或者对技术的操作和使用感到陌生，难以将其融入日常教

学。一些教师还担心过度依赖技术会降低师生互动，影响学生的

社交能力发展。教育机构应加强对教育工作者的培训，提高其对

人工智能技术的认知和操作能力，消除顾虑，使其更好地利用大

模型技术提升教学质量。

（四）法律法规与伦理规范

大模型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面临着法律法规与伦理规范的

双重约束。从法律法规层面看，需明确数据收集、使用、存储的

合法边界，防止学生数据被滥用。对于技术提供商，要规范其产

品和服务，确保符合教育标准和安全要求。在伦理方面，生成式

人工智能可能带来教学主体地位混淆等问题，教师的权威和声望

会受到挑战，学生也可能过度依赖技术，影响自主学习能力。教

育机构和相关部门应制定相应的伦理规范，明确技术应用的原则

和底线，确保技术应用的合理性和安全性，引导大模型技术在教

育领域健康、可持续发展。

五、国内外应用案例分析

（一）国内成功案例

北京邮电大学的“‘码上’——大模型赋能的智能教学应用

平台”便是成功案例。该平台以讯飞星火大模型为基础，赋能编

程教育。针对高校编程教育中师资不足、教师能力参差不齐的痛

点，平台为学生提供一对一的个性化辅导 [8]。学生进行编程作业

和练习时遇到的错误和疑难，都能得到及时解答。国家开放大学

的“基于 AI技术的大模型个性化英语教学创新实践”，也借助科

大讯飞人工智能技术，为学生打造个性化英语学习环境，有效提

升英语教学效果。这些案例表明，大模型技术在国内教育领域已

取得显著成果，为个性化教学提供了有力支持。

（二）国外成功案例

国外在个性化教学中也积极应用大模型技术。如美国某教育

机构利用 ChatGPT开发智能辅导系统，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和需

求，为其提供定制化的学习计划和答疑服务 [9]。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都能得到及时且专业地解答。这种智能辅导系统不仅

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还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让个性化教学

真正落到实处，为学生提供了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学习体验 [10]。

（三）案例总结与启示

国内外案例都体现了大模型技术在个性化教学中的巨大潜

力，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国内案例启示我们，教育机构要与技术

公司紧密合作，才能更好地将大模型技术应用于教学。国外案例

则提醒我们，要注意技术的合理运用，避免学生过度依赖。总的

来说，要充分利用大模型技术优势，同时重视数据安全、伦理规

范等问题，才能推动个性化教学健康、可持续发展。

六、结束语

本文剖析大模型技术于个性化教学的应用与挑战。应用上，

其通过智能推荐系统、自适应学习平台，为学生定制学习服务，

提升效率、激发兴趣，减轻教师负担，促进教育公平。但面临挑

战，数据隐私安全存隐患，技术成本影响教育公平，教育工作者

接受度不一，法律法规和伦理规范待完善，需各方协作应对。大

模型技术给教育变革带来机遇，有力推动教育迈向智能化、个性

化，助力因材施教。展望未来，教育领域应积极拥抱该技术，探

索创新应用，完善保障措施，攻克难题。以技术为驱动，实现教

育公平、高效、高质量发展，培育时代所需创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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